
中国保健营养  2022 年 02 月（中）    第 32 卷第 05 期

 24  

妇幼保健

新生儿袋鼠式护理的实施与护理效果评价

张  娟  鲁莉莉  姚  耀

青岛市即墨区人民医院，山东 青岛 266200

【摘要】  目的  探新生儿袋鼠式护理的实施与护理效果评价。方法  选取我院新生儿，随机

分为两组，分别接受常规护理、袋鼠式护理。结果  护理前，两组 NBNA 评分无显著差异；护理后，
研究组的 NBNA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，P ＜ 0.05。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1.3%，研究组护理满意度

为 97.3%，研究组有较高的护理满意度 (P ＜ 0.05)。结论  新生儿应用袋鼠式护理能够提神经行为能

力，适于临床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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袋鼠护理是新型的护理措施，也叫做抚触护
理，就是通过抚摸轻柔新生儿的肌肤来产生良性
刺激，通过皮肤接触到的触感将神经冲动传递至
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相应的生理效应来促进患儿的
神经行为能力，保证健康生长发育，还能够促进智
力和神经运动的发展。袋鼠护理。和传统保暖箱
相比更加人性化，能够起到良好的稳定体温，促进
睡眠的作用，而且经济便利，在临床上的应用较为
广泛 [1]。新生儿出生后存在容易哭闹，入睡困难以
及睡醒后难以再次入睡等特点，要提高护理干预
措施促进新生儿的睡眠。袋鼠式护理的关键是让
新生儿和产妇之间产生肌肤接触，让新生儿通过
肌肤感觉器官，接受外界刺激信息传递到大脑，从
而使新生儿的神经系统得到理想的发育。本文选
取我院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，现报告如下。

1  资料与方法

1.1  一 般 资 料  2020 年 1 月 —2021 年 1

月，选取我院妇产科的 600 例足月新生儿，胎龄
37 ～ 39 周，平均胎龄 38.1±4.5 周。随机分为对
照组、研究组，各 300例。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，
胎龄 37 ～ 39 周，平均胎龄 38.05±3.93 周；体
质量 3036 ～ 3111g，平均 3043.61±385.01g；身
长 46.67 ～ 50.12cm，平均身长 49.11±4.52cm。
研究组采用袋鼠式护理，胎龄 37 ～ 38 周，平均
胎龄 38.1±3.14 周；体质量 3022 ～ 3175g，平均
3042.64±354.17g；身长 47.17 ～ 49.88cm，平均
身长 47.52±5.06cm。两组新生儿的胎龄、体质
量、身长等一般资料无统计差异，P ＞ 0.05。
1.2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采用常规婴儿车护
理，研究组采用袋鼠式护理，具体如下：为新生
儿换上干净的纸尿裤。让新生儿以俯卧的方式放
置在产妇的胸口上。产妇和新生儿不再穿其他的
衣物，同时在新生儿的背部盖一个毯子进行保
暖。把新生儿的头部放在产妇的乳房中间，头向

一侧倾斜，指导新生儿母亲用手轻轻抚摸新生儿
的背部，另一只手放在新生儿的臀部托住保持稳
定性，避免新生儿滑脱 [2]。每次肌肤接触约一小
时，一般在每天上午 10 点以及下午 4 点进行。
环境准备：安静、安全、整洁、关闭门窗，光线适
中，室温 26 ～ 28℃，用物：红色海绵球、专用沙
锤、润肤油、一次性巾单，时机：喂奶后一小时
左右进行，操作人员：修剪指甲，洗手并温暖双
手，监护人按照智护流程和内容进行操作，在训
练中可使用一些柔和的音乐以使婴儿处于安静觉
醒状态。并把整个操作过程拍成视频的方式发给
护理人员，专业护理人员给予相应的指导。具体
训练内容包括：视觉训练：一手托住新生儿头颈
部，另一手将红球放在两眼之间，距离眼睛约 20

厘米处。引起新生儿注视红球后，慢慢向两侧移
动。时间从每次 20 秒开始逐渐加至 1 ～ 2 分钟。
听觉训练：在训练过程中，应当托稳新生儿的颈
部，然后用准备好的沙锤在距离新生儿耳朵 20 厘
米的区域，缓慢的进行摇动，促使其转头，采取
轮流锻炼的方式，实现对听觉的有效训练。在听
觉训练环节，沙锤的声音应当始终，避免声音过
大，造成听力损伤，同时控制沙锤摇晃的时间，
摇晃时间不宜超过 30 秒。视听结合训练：用手护
住新生儿的头部与颈部，采取面对面的方式，呼
唤新生儿的名字，呼唤过程中，逐步转换位置，
吸引新生儿追随着进行视线的移动，实现对视力
的锻炼。体格训练： 将新生儿保持在仰卧的姿
势，对其进行必要的抚触按摩，促进生长发育。
面部：对眉弓、太阳穴等区域进行持续的按摩，
加速面部的血液循环，提升供血能力。胸部：
采取从边缘向两侧的按摩方式，开展按摩，在按
摩过程中，应当避免对乳头进行刺激，按摩需要
控制时间，避免时间过长或者过短的情况发生腹
部：两手交替顺时针方向对腹部进行按摩，共 4

次两个 8 拍；手脚：按摩手心，足心各 8 次，共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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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8 拍；再对每个手指，足趾进行搓动，每一部
位 4 次共 4 拍。肢体被动活动：上肢运动：双手
握住新生儿腕部，先平伸，再屈曲做 4 次两个 8

拍；下肢运动：双手分别握住新生儿踝部，向上弯
曲，然后向下伸展，共做 8 次两个 8 拍；俯卧抬
头：新生儿俯卧在台面上，双手托住新生儿腋下
及胸部，慢慢托他抬头，可根据新生儿自身的力
量逐步减轻上托的力量。袋鼠式过程中密切观察
新生儿反应，如肌张力异常、肤色改变、呕吐等
不适暂停操作，操作中，注意保暖，力度适中，
保护关节。
1.3  观察指标  NBNA 测量方法：测量新生
儿的行为能力、神经反射、肌张力等情况，评分
越高表示神经能力越好。护理满意度：得分≥ 80

为满意，＜ 80 不满意。护理满意度 = 满意 / 总人
数。
1.4  统计学方法  SPSS19．0 统计分析，计量
资料 t 检验；计数资料方差检验。P ＜ 0.05 显著
差异。

2  结  果

2.1  两组神经行为能力比较  护理前，两
组 NBNA 评分无显著差异；护理后，研究组的
NBNA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，P ＜ 0.05，见表 1。

表 1 两组 NBNA 评分对比

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

对照组 300 27.1±3.2 33.0±2.6

研究组 300 29.2±2.9 38.2±2.4

t 0.386 15.368

P ＞ 0.05 ＜ 0.05

2.2 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 对照组护理满意
度为 71.3%，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 97.3%，研究组
有较高的护理满意度 (P ＜ 0.05)。见表 2。

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［n（%）］

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

对照组 300 214/71.3

研究组 300 292146/97.3

x2 7.06

P ＜ 0.05

3  讨  论

新生儿从母体内娩出后，自身的免疫力和抵
抗力都较差，还处于身体快速生长发育的过程
中，必须要加强新生儿出生后 28 天以内的护理干
预，才能够促进其健康生长发育。质细胞增殖、
髓鞘形成等生理变化 , 故脑发育具有迅速、代偿
能力强的特点，因此在此时期给予系统、全面、科

学的外部刺激可促使出现轴突绕行投射、树突不
寻常分叉等现象 , 从而促进脑结构以及功能的良
好发育。袋鼠式能激发婴幼儿对于外界的认知潜
能 , 有助于提高新生儿的智力以及促进体格的成
长。而袋鼠式是结合视觉、听觉、以及肢体被动活
动为一体的训练模式，通过对新生儿进行体能和
袋鼠式的训练，使其在新生儿生长发育的过程中
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同时，全身抚触，有助于
促进新生儿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，可增加奶量
和肠蠕动，从而促使胎粪的排出，在一定程度上减
少了新生儿黄疸的发生。另外，袋鼠式家属全程
参与，通过护理人员的讲解，家属不仅能学到更多
的新生儿护理的相关知识，还能了解到袋鼠式在
新生儿生长发育中的重要性，并能积极参与到其
中，乐于出院后继续坚持袋鼠式，同时也增加了家
属及产妇对护理工作的肯定，从而对护理满意度
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使用手机微信公众
平台进行产前产后健康教育是对孕产妇健康教育
方式的创新 , 针对不同的孕产妇的需求，给予发
送不同的内容 , 在生产之后针对不同的月龄进行
养育指导 , 并使用微信平台进行互动 , 专人解答
孕产妇咨询的问题。曾有研究提出互动式的健康
教育是当今健康促进模式的趋向 , 有利于提高健
康促进的效果 . 考虑到智护操护理周期较长，为
更好地帮助新生儿家属可以更好地掌握智护操护
理技巧，可以通过信息化的工具使袋鼠式得以延
续，不仅促进了新生儿智力体格的发育，也增加了
亲子感情，但这需要新生儿家属和护理人员的密
切配合，共同坚持。在袋鼠式护理的周期来看，
目前，考虑到新生幼儿的年龄较小，对于相关护理
工作的接受度和角度，因此袋鼠式以 12 个周为一
周期。在袋鼠式过程中，护理人员需要认真做好
与新生幼儿、新生幼儿家属沟通工作，解释说明袋
鼠式的特殊性以及注意实现，增加新生幼儿及其
家属对于袋鼠式的配合程度。考虑到袋鼠式的周
期相对较长，新生幼儿在袋鼠式过程中可能产生
抵触情绪，为保证研究效果，护理人员需要灵活调
整工作思路，采取必要举措，做好心理疏导等相关
工作，使得新生幼儿能够以平和的心态，积极主动
地参与到日常性的袋鼠式之中。在智护过程中，
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，新生幼儿家属会
产生厌倦情绪，为营造良好的看护环境，护理人员
需要加强与新生幼儿家属的沟通工作，提升新生
幼儿家属的配合度，使其充分认识到袋鼠式对新
生儿的生长发育的好处及意义，从整体上推进袋
鼠式护理方案袋鼠式工作的进行。根据对新生儿
智力发育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，主要包括先天以
及后天两种影响因素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，共同促
进人类大脑的发育形成，与新生儿的智力形成之
间存在密切的关系。传统的新生儿护理模式是母
婴分离，新生儿通常由护士进行护理，产妇在另外
产房中接受护理，这种情况下产妇长时间看不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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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儿容易产生负面情绪，同时缺乏新生儿护理

经验，为了更好地帮助产妇进行角色转换，同时提

高新生儿的护理质量必须采用新的护理干预方式

[3]。新生儿时期脑神经的发育与环境有关，进行

袋鼠式护理，能够为患儿新生儿提供一种温暖、舒

适的环境。让新生儿具有安全感，同时通过与母

体母亲之间肌肤的亲密接触，引起新生儿全身神

经的良性反应。袋鼠式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方

式。也叫做皮肤接触护理，特别强调对于新生儿

的体温、呼吸、睡眠等进行护理，因为皮肤是人体

最大的感觉器官，让新生儿和母亲进行皮肤接触

可以产生良性刺激传递到大脑，从而刺激新生儿

大脑的生长发育，提高神经能力。本文中研究组

采用袋鼠式护理，为新生儿提供一个安全、舒适、

温暖的环境，让新生儿与母亲之间的肌肤紧紧贴

在一起，可以感受到母亲的心跳，保持温暖的神经

行为能力环境，更有利于进入深度神经行为能力

中 [4]。在袋鼠式护理过程中，新生儿的妈妈还能够

通过抚摸新生儿的皮肤以及与其说话等方式来安

慰新生儿，减少哭闹的次数和惊醒的次数。

当前儿科护理从单纯的护理转变为以儿童为

中心的整体护理，既要关注新生儿的生理状态，

还要关注其精神和心理状态，同时满足产妇的需

求。袋鼠式护理具有诸多的护理优势。首先能够

稳定新生儿的生命体征，因为新生儿出生后体表

面积较大，血管多、散热快，再加上体温调节中枢

发育不健全，所以很容易出现低体温。另外新生

儿的血压低，心率波动大，可以通过袋鼠式护理的

方式为新生儿提供温暖舒适的环境，保持生命体

征的稳定性，同时能够维持稳定的体温、心率和

呼吸频率，缩短低体重新生儿的复温时间。通过

母婴之间的亲密皮肤接触，对新生儿的皮肤感受

器进行有良性刺激，降低神经紧张性，改善新生儿

的睡眠，同时能够加快生长激素的分泌 [4]，合成糖

原以及蛋白质，促进胰岛、胃泌素的分泌，有助于

促进新生儿的食物消化吸收。袋鼠式护理还能够

增加新生儿的食欲，提高母乳喂养率，除此之外产

妇通过与新生儿进行身体接触以及语言安抚、喂

养乳汁等能够刺激新生儿的感觉器官，促进神经

系统的发育。新生儿出生后对疼痛有感受能力，

当出现疼痛时造成不良刺激，袋鼠式护理能够对

新生儿的下丘脑 - 垂体 - 肾上腺皮质进行抑制，

从而减轻新生儿的疼痛。另外新生儿在出生后所

处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，可能出现生理的不适，适

应外界环境能力差，容易引起各种疾病甚至导致

患儿死亡，袋鼠式护理能够降低新生儿出生后的

死亡率，预防发生早产并发症。通过母亲与新生

儿之间的亲密接触、对话、爱抚等让新生儿感觉

到被关爱和珍惜，营造安全感，创造健康的生长环

境，增加母婴之间的交流。产妇在生产后可能出

现产后抑郁或者导致应激反应，通过袋鼠式护理

能够减轻产妇的焦虑情绪，同时能够促进子宫收

缩，预防发生产后出血 [5]。但是当前只有国内的

部分医院实行了袋鼠式护理，目前仍未大面积推

广。在日常护理过程中，一定要加强对护士的袋

鼠式护理培训，熟练掌握袋鼠式护理措施和注意

事项，树立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，鼓励产妇参与到

对新生儿的护理中，同时加强对产妇及家属的健

康教育，提高对袋鼠式护理的正确认知。研究结

果显示，护理前，两组 NBNA 评分无显著差异；

护理后，研究组的 NBNA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，

P ＜ 0.05。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1.3%，研究组护

理满意度为 97.3%，研究组有较高的护理满意度 (P

＜ 0.05)。

综上所述，新生儿通过袋鼠式护理能够提高

护理满意度，提高神经行为能力，推荐临床推广应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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